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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北京市公园晨练人群对空气细颗粒物( particulate matter 2. 5，PM 2. 5) 健康危害的认知现

状，为指导该人群的健康锻炼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选取北京市天坛公园和陶然亭公园晨练人员为调查对象，采

用自行编制的调查问卷于 2012 年 12 月对该人群进行面对面匿名调查。结果 共调查 460 人，其中天坛公园 240
人，陶然亭公园 220 人; 384( 83. 5% ) 人为年龄≥60 岁老年人。282( 61. 3% ) 名调查对象表示知晓 PM 2. 5，其中 248
( 87. 9% ) 人认为 PM 2. 5 对人体有危害; 知晓 PM 2. 5 的人中，仅 95( 33. 7% ) 人表示会根据 PM 2. 5 污染情况决定

是否去晨练。136( 29. 8% ) 人在空气污染较严重时晨练采取防护措施，防护措施主要为戴口罩、推迟外出锻炼时

间、减少运动量。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外出锻炼之前关注空气质量( OＲ = 3. 23，95% CI: 1. 57 ～ 6. 63) 、认
为 PM 2. 5 对呼吸系统有危害( OＲ = 2. 64，95% CI: 1. 24 ～ 5. 63) 、有心血管或呼吸系统等疾病( OＲ = 2. 46，95% CI:
1. 45 ～4. 18) 为是否会根据 PM 2. 5 污染情况决定晨练行为的影响因素。结论 北京市公园晨练人群对 PM 2. 5 的认

知度不高，应加强空气质量的宣传，尤其是 PM 2. 5 对人体的健康危害，指导该人群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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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perception of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2. 5

( PM 2. 5) among people in morning exercising and to provide basis for developing interventions． Methods People in
morning exercising in the Temple of Heaven and Taoran Pavilion Park were selected as target population，and the partici-
pants were interviewed face to face with an anonymous questionnaire in December，2012． Ｒesults 460 participants were
enrolled，including 240 in the Temple of Heaven and 220 in Taoran Pavilion Park． Among 460 participants，384( 83. 5% )

were elderly people ≥60 years of age; 282( 61. 3% ) reported being aware of PM 2. 5，and 248( 87. 9% ) of them thought
that PM 2. 5 was harmful to human body，only 95( 33. 7% ) would make decisions for morning exercising on the basis of the
PM 2. 5 pollution; 136( 29. 8% ) would take protection measures for PM 2. 5 pollution，including wearing a mask，postpo-
ning morning exercising，and reducing activity． The result from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showed that factors associat-
ed with making decisions for morning exercising on the basis of the PM 2. 5 pollution were concerned with the air quality be-
fore morning exercise ( OＲ = 3. 23，95% CI: 1. 57-6. 63 ) ，harmful PM 2. 5 to respiratory system ( OＲ = 2. 64，95% CI:
1. 24-5. 63) ，and cardiovascular or respiratory diseases ( OＲ = 2. 46，95% CI: 1. 45-4. 18 ) ． Conclusions People in
morning exercising in the Temple of Heaven and Taoran Pavilion Park had a low level of awareness of PM 2. 5． Education a-
bout air quality，especially the harmfullness to human health caused by PM 2. 5，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guide the morn-
ing exerc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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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细颗粒物( particulate matter 2. 5，PM 2. 5 ) 是指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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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μm 的颗粒物。随着人们生活质量和健康意识

的提高，户外体育锻炼已成为人们促进健康的重要

方式之一。然而，在空气污染中运动会增加污染物

对人体的危害作用［1，2］。Daigle 等［2］研究发现运动

期间颗粒物沉积的总量是安静时的 4 倍以上。因

此，本研究选取北京市公园晨练人群为研究对象，于

2012 年 12 月对该人群的 PM 2. 5 认知状况及其对

锻炼行为的影响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和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选取北京市天坛公园和陶然亭公

园作为调查地点，由调查员在选定的公园内定额选

取正在进行身体锻炼的晨练人员作为调查对象。
1． 2 研究方法 在查阅文献和相关资料基础上，自

行编制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晨练方式和时间、
PM 2. 5 危害的相关知识与获取途径、应对空气污染

采取防护措施、PM 2. 5 知识需求、希望获取知识的

途径以及 PM 2. 5 污染对锻炼行为的影响。由经过

统一培训的调查员，采用一对一、面对面询问方式匿

名填写调查问卷。
1． 3 统计分析 调查问卷资料采用 Epi Data 3. 1
软件建立数据库并进行双录入，运用 SPSS 17. 0 进

行统计分析处理，包括描述性统计、2 检验和多因

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统计检验水准为 α = 0. 05。

2 结果

2． 1 基本情况 本次共调查 462 人，收回有效问卷

460 份，问卷有效率为 99. 6%。其中，天坛公园 240
份，陶然亭公园 220 份。调查对象以老年人群为主，

年龄≥60 岁 384 人( 83. 5% ) ; 文化程度层次较高，

中专或高中以上者占 54. 1%，见表 1。
2． 2 晨练方式与时间 居前 5 位的晨练方式为快

走 ( 43. 7% ) 、武 术 /太 极 拳 ( 13. 0% ) 、散 步

( 12. 6% ) 、跳舞( 11. 7% ) 和体操( 8. 9% ) ，有 40 人

( 占 8. 7% ) 晨练方式为两种及以上。每次晨练的平

均时间为 2 h，75. 8%的人每周去公园晨练的平均天

数达 6 d。
2． 3 收看( 听) 天气预报和空气质量的频率 收看

( 听) 空气质量的比例为 70. 6%，低于收看( 听) 天

气预报的比例 95. 9% ; 从收看( 听) 频率来看，每天

都收看( 听) 空气质量的比例60% 亦低于每天都收

看( 听) 天气预报的比例 87%。
2． 4 PM 2. 5 认 知 情 况 460 名 调 查 对 象 中，

61. 3% 的人表示知晓 PM 2. 5，其中 87. 9%的人认为

PM 2. 5对人体有危害，仅33. 7% 的人表示会根据

表 1 公园晨练人员人口学特征

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subjects
in morning exercising in the parks

人口学特征 人数 构成比( % )

年龄( 岁)

＜ 60 76 16． 5
60 ～ 236 51． 3
＞ 70 148 32． 2

性别

男性 239 52． 0
女性 221 48． 0

文化程度a

小学及以下 77 17． 2
初中 128 28． 6
中专( 高中) 131 29． 3
大专及以上 111 24． 8

注: a 存在缺失值。

PM 2. 5 污染情况决定是否去晨练。空气污染较严

重时，外出晨练采取防护措施的占 29. 8%，防护措

施主要为戴口罩、推迟外出锻炼时间、减少运动量

等，见表 2。

表 2 公园晨练人员对 PM 2. 5 污染的危害认知与应对

空气污染采取防护措施情况

Table 2 Perception of PM 2. 5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among people in morning exercising in the parks

项目 人数( n) 比例( % )

表示知晓 PM 2． 5 282( 460) 61． 3
认为 PM 2． 5 对人体有危害 248( 282) 87． 9

认为对呼吸系统有危害 220( 248) 88． 7
认为对心血管系统有危害 52( 248) 21． 0

表示会根据 PM 2． 5 污染情况
决定去晨练

95( 282) 33． 7

如果外出，采取防护措施 136( 460) 29． 8
戴口罩 48( 136) 35． 3
推迟外出时间 42( 136) 30． 9
减少运动量 45( 136) 33． 1
其它 24( 136) 17． 6

2． 5 是否会根据 PM 2. 5 污染情况决定晨练行为

的影响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提示外出锻炼之前是

否会关注空气质量、是否收看( 听) 空气质量指数或

分级、是否认为 PM 2. 5 对呼吸系统有危害、是否有

心血管或呼吸系统等疾病 4 个变量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 3。以是否会根据 PM 2. 5 污染情况决定去公

园晨练为应变量( 是 = 1，否 = 0 ) ，以外出锻炼之前

是否会关注空气质量 ( 是 = 1，否 = 0 ) 、是否收看

( 听) 空气质量指数或分级( 是 = 1，否 = 0) 、是否认

为 PM 2. 5 对呼吸系统有危害( 是 = 1，否 = 0) 、是否

有心血管或呼吸系统等疾病( 是 = 1，否 = 0) 为自变

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逐步回归法，变

量 纳入标准α = 0. 05，剔除标准β = 0. 10 )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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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公园晨练人员是否会根据 PM 2． 5 污染情况决定

晨练行为的单因素分析

Table 3 Univariate analysis on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making

decisions for morning exercising on the basis of the PM 2． 5

pollution among people in morning exercising in the parks

变量
是否会根据 PM 2． 5 污染情况

决定晨练行为

是 否

2 值 P 值

年龄( 岁) 0． 66 0． 719
＜ 60 17( 30． 9) 38( 69． 1)

60 ～ 49( 36． 0) 87( 64． 0)

＞70 29( 31． 9) 62( 68． 1)

性别 2． 46 0． 117
男性 45( 29． 6) 107( 70． 4)

女性 50( 38． 5) 80( 61． 5)

文化程度a 3． 44 0． 329
小学及以下 11( 35． 5) 20( 64． 5)

初中 16( 25． 0) 48( 75． 0)

中专( 高中) 28( 33． 3) 56( 66． 7)

大专及以上 36( 39． 1) 56( 60． 9)

调查地点 0． 21 0． 650
天坛公园 53( 34． 9) 99( 65． 1)

陶然亭公园 42( 32． 3) 88( 67． 7)

是否认为 PM 2． 5 对呼吸
系统有危害

8． 99 0． 003

是 84( 38． 2) 136( 61． 8)

否 10( 17． 2) 48( 82． 8)

是否认为 PM 2． 5 对心血
管系统有危害

0． 62 0． 432

是 20( 38． 5) 32( 61． 5)

否 74( 32． 7) 152( 67． 3)

外出锻炼之前是否会关注
空气质量

14． 67 ＜ 0． 001

是 84( 40． 0) 126( 60． 0)

否 11( 15． 3) 61( 84． 7)

是否收看 ( 听) 空气质量
指数或分级

4． 32 0． 038

是 87( 36． 1) 154( 63． 9)

否 8( 19． 5) 33( 80． 5)

是否有心血管或呼吸系统
等疾病

14． 21 ＜ 0． 001

是 55( 46． 2) 64( 53． 8)

否 40( 24． 7) 122( 75． 3)

注: a 存在缺失值。

显示，外出锻炼之前是否会关注空气质量、是否认为

PM 2. 5 对呼吸系统有危害、是否有心血管或呼吸系

统等疾病进入回归方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有 P ＜ 0. 05) ，见表 4。
2． 6 空气污染知识的需求与希望获取 PM 2. 5 信

息的途径 对空气污染的知识需求主要为对人体的

危害，而对 PM 2. 5 知识的需求并不高，仅占 13%。
在表示知晓 PM 2. 5 的调查对象中，希望获取 PM
2. 5 信息的主要途径为电视，占 87. 6%，见表 5。

表 4 公园晨练人员是否会根据 PM 2. 5 污染情况决定

晨练行为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Table 4 Multivariate Logistic analysis on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making decisions for morning exercising on the basis of the PM 2． 5

pollution among people in morning exercising in the parks

因素 β s珋x Wald 值 P 值 OＲ( 95% CI) 值

外出锻炼之前关注空
气质量

1． 17 0． 37 10． 20 0． 001 3． 23( 1． 57 ～ 6． 63)

是否认为 PM 2． 5 对
呼吸系统有危害

0． 97 0． 39 6． 30 0． 012 2． 64( 1． 24 ～ 5． 63)

是否有心血管或呼吸
系统等疾病

0． 90 0． 27 11． 07 0． 001 2． 46( 1． 45 ～ 4． 18)

常数项 －2． 81 0． 48 34． 00 ＜ 0． 001 0． 06

表 5 公园晨练人员空气污染知识的需求与

希望获取 PM 2. 5 信息的途径

Table 5 Knowledge needs of air pollution and the
desired approach to get information on PM 2. 5 among

people in morning exercising in the parks

项目 人数 构成比( % )

空气污染知识需求

对人体的危害 298 64． 8
对晨练的影响 112 24． 3
空气污染时的防护措施 86 18． 7
PM 2． 5 知识 60 13． 0
如何判断空气质量好坏 50 10． 9
污染的来源 47 10． 2
获得空气污染状况途径 17 3． 7

希望获取 PM 2． 5 信息的途径

电视 247 87． 6
收音机 39 13． 8
报纸 37 13． 1
手机 23 8． 2
网站 13 4． 6
其它 8 2． 8
热线电话 3 1． 1

3 讨论

2012 年 2 月 29 日，中国环境保护部和国家质

检总局 联 合 发 布 了 新 的《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 GB3095-2012 ) ［3］，增加了 PM 2. 5 为监测 指 标。
虽然近年来媒体对 PM 2. 5 的报道引起公众的广泛

关注，但本次调查显示北京市公园晨练人群对于

PM 2. 5 的认知度并不高，并且在知晓 PM 2. 5 对人

体有害的调查对象中，大多数都没有根据 PM 2. 5
的污染情况来指导其锻炼行为。研究表明，人体多

种呼吸系统 ［4-7］、心血管系统 ［8-12］疾病以及人群总

死亡率［13-15］与 PM 2. 5 暴露相关。霾污染期间 PM
2. 5 日均浓度与医院儿呼吸科、呼吸科日均门诊人

数之间存在显著正关联［16-18］。现今人们熟知体育

锻炼有益于身体健康，本次调查显示北京市公园晨

练人群每周去公园晨练的平均天数较多，锻炼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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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长，然而在空气污染的环境中进行体育锻炼，由于

运动会增加污染物对人体的危害作用，其锻炼效果

必然会受到影响，甚至对机体产生不良影响。因此，

具备科学的空气污染认知对于经常在户外进行身体

锻炼的人群来说至关重要，在了解其对空气污染的

认知度后，尤其是对健康危害较大的 PM 2. 5 的认

知现状，再针对性进行普及宣传，指导其采取科学的

锻炼行为。
多因素分析显示外出锻炼之前关注空气质量、

认为 PM 2. 5 对呼吸系统有危害和本身有心血管或

呼吸系统等基础疾病是根据 PM 2. 5 污染情况决定

晨练行为的影响因素。有研究表明户外人群对锻炼

环境中的空气质量关注度较低［19］。而外出锻炼之

前关注空气质量的人由于能及时掌握空气污染程度

及相应建议，这部分人中亦有更多的人会根据 PM
2. 5 的污染情况来指导其锻炼行为。因此，相关部

门应对目标人群采取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尤其是加

强宣传 PM 2. 5 对人体的危害以及如何利用空气质

量指数来指导自己采取科学的锻炼行为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在公园晨练人群中，主要以老年人群为

主，他们希望获取 PM 2. 5 信息的主要途径为电视，

而且该人群每天都收看天气预报的比例很高，建议

电视采取合适的方式将空气质量与天气预报一同播

报，提高目标人群对空气质量的认知度。另外，通过

在公园重要位置设置动态电子宣传栏的方式进行空

气质量宣传与健康指导也是非常有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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